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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认为当前岩石可钻性分级精度不能提高的原因
,

在于测 手

段不能同时满足标准化与模拟性的要求
。

作者推荐用在金刚石锯 片 切

创下的标准岩样对比法
,

来确定岩石可钻性的等级
。

关 侧 岩石可钻性分级精度 , 测量手段 , 金刚石切割
,

标准岩样对比法

一 ‘

钻 探 技 术

岩石可钻性分级
,

是

岩心钻探施工技术设计最

重要的根据之一
。

目前所

采用的许多分级方法都不

够理想
,

为此我们在这方

面进行了一些 研 究 和 探

案
。

提高岩石可钻性分级精

度的障碍

现有的岩石可钻性分级方法很多
,

但基

本上是从以下两种方法引伸出来的
,

即 以

岩石单项力学性能指标来定岩石可钻性和以

摸拟法来定岩石可钻性
。

侧定岩石单项力学性能指标的方法有抗

压 强 度
、

压 入 硬度
、

摆球硬度
、

点载法
、

纵波速度法等 棋拟法则有微钻法和切槽法
,

等
。

以岩石的单项力学性能指标评价岩石可

钻性
,

其优点是侧最方法简单
,

侧量手段易

于标准化
。

有一些方法虽然也可大致确定岩

石 可钻性
,

但多不能反映岩石破碎过程
,

侧

误差大
,

难于将不同等级的岩石准确地分

开
,

例如压入硬度法和点载法就是如此 图
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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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图 可见
,

有 种岩石的 压 入 硬 度

丈尸 。 都为 “ ,

如按该法
,

应把它

们划归同一等级
。

可是它们的钻速变化范围

极大
,

将其划归同级 是不合

理的
。

从图 看出
,

点载法存在同样的问题
。

在点载系数为 时
,

对应的钻速范

围为
,

几乎覆盖了整个测定钻

速的范围
。

在此范围内
,

包含着 种具有不同

钻速的岩石
。

这 说明点载法不能将不同可钻

性的岩石分开
。

其他单项 力学性能指标测定
,

也都有类似的缺点
。

模拟法可以克服单项力学性能指标法的

缺点
,

能反映岩石破碎过程并得出较准确的

结果
。

但该法最大的缺点是测试手段无法标

淮化
,

因为测量用的磨削工具的性能
,

在磨

肖过程中是变化的
。

例如
,

我们曾用同一个钻

头
、

同样的钻进规程钻进 同一种 “ 岩石
”

耐

酸瓷砖
,

其时效却是变化的
,

有时变 化 极

大
,

例如第 回次为
,

第 回 次 却

达到
。

此外
,

在 同一试验中发现钻

头磨耗程度也大 不 一 样
,

最 小 磨 耗 量 每

的进尺仅耗
,

最大时每

竟磨耗
。

所 以
,

用 微 钻 法 来 测 定

可钻性是不准确的
,

切 槽 法 也 有 同 样 问

题
。

有人想在每次测试前修磨钻头
,

以保持

其性能的一致性
,

但却难以达到预期 目的
,

因为无法保证修磨后的钻头性能 都 完 全 一

样
,

所以模拟法也会有较大误差
。

为 了克服上述缺点
,

有人提出用多项指

标综合评定岩石可钻性的等级
,

即 ①多项

力学性能指标综合评定法 ②多项力学性能

及模拟法的综合评定法 ③多项力学性能指

标与现场数据综合评定法
。

应该说这是一种

进步
,

但采用哪些指标来作综 合 评 定
,

其

结果能更准确
,

目 前 各 持 己 见
,

尚 难 统

一
。

另外
,

这些方法实际应用起 来 也 很 烦

琐
。

推荐 “ 金刚石切割
,

标

准岩样对比法 ”

对于一个物件进行分级
,

最好是给它一

个具体的比较标 准
。

我 们 认 为 以 人 造 岩

石 —耐酸瓷砖作为岩石可钻性分级的对比

标准较好
,

因为人造岩石可以做到成分及性

能的稳定
。

对比的办法是

用金刚石锯片同时切割 磨削 耐酸瓷

棒与岩样 棒
,

以切断它们的时 间 比
,

来

衡量岩样用金刚石磨 的难易程度
。

岩样被

切断的时间大于瓷棒时
,

说明它的可钻性高

于瓷棒
,

相反时则低于瓷棒
。

这样
,

岩样的

可钻性高低
,

是以瓷棒为标准进行对比的
,

而不是以锯片为标准确定的
。

采用此方案是基于以下的考虑

用金刚石锯片切割 磨削 岩石
,

模拟了岩石破碎过程
。

用金刚石锯片切割容

易的岩石
,

用金刚石钻头钻进也应容易
,

反

之
,

钻进亦难
。

用金刚石锯片同时切割瓷棒与岩样

棒
,

锯片性能的变化
,

对测量结果 没 有

多大影响
。

锯片锋利时
,

对瓷棒和岩棒都锋

利
,

锯片磨钝时
,

对两者都钝
。

瓷棒是用瓷砖加工成的
,

是人造岩

石
,

可要求专门 一家提供
,

以保证其稳定的

性能
。

将岩样 棒 与瓷棒比较
,

就为岩石

可钻性分级找到了标堆
,

同时解决了标堆化

与模拟性的矛盾
,

并使岩石可钻性的分级变

得简单
、

易行
。

试验的测量结果

金俐石锯 片切创
,

标准岩样对比法

以下简称 “ 切创
、

对比法
”

浏蚤装 显 见图
。

由电动机直

接带 动 金 刚 石 锯 片 旋 转
,

锯 片 直 径 为
,

转数为
,

线速度

加在岩棒和瓷棒上的压力均为
,

石吞



瓷棒和岩棒的直径均为
。

由附表数据看出
,

用磨削对比的

办法测出的岩石可钻性等级系数与现场所定

的数据成正变关系
。

对现场定为 级的 种岩石
,

用

切割对比法测定可钻性系数分别为
、 、

和
,

将可钻性精度提高了
。

过去对于 级岩石区分得不

太清楚
,

现在用切割对比法
,

把表中的这

种岩石分得更清楚了
。

切创
、

对比法袭 示意圈

岩石可 钻 性的表示方法 用岩石

可钻性系数来表示 可钻性等级
,

即

岩石可钻性系数 烈然塔箕鬓澳
、

叼 叼 , 川“ 爪琳
、 尹 一 切断瓷棒所需时间 ” ”

瓷砖的可钻性为 级左右 按 级分级

法
,

将时间比乘以
,

使可钻性与瓷 砖相

同的岩石系数也等于
。

侧得结果

对 个地质队 种岩石进行测定的结果

列于附表
。

对浦 结 的讨论

对切割对比法的验证

, 验证方法

在试验台上
,

用微型钻头钻进瓷砖与岩

样
,

将岩样相对于瓷砖的可钻性 系 数
、

与切割对比法测出的可钻性系 数 进 行 对

比
,

看它们的变化是否一致
。

如果 值与
、

值成正变关系就说明切割对比法可以 区分

岩石的可钻性
,

也就是可以较准确地为岩石

可钻性定级
。

我们称它为微钻对比法
。

用徽钻对比法脸证存在的问

用微钻法测量岩石可钻性
,

一般是以时

效和钻头磨耗来表示岩石可钻性高低的
,

时

效低
、

钻头磨耗大的岩石
,

其可钻性就高
,

反之则低
,

但是有时却会出现以下现象
,

邓

甲种岩石 时效高
,

钻头磨耗也大

乙种岩石 时效低
,

钻头磨耗也小

岩石可钻性系橄洲定给 裹

岩 石 名 称 时 间 比 值 岩石等级系数 值 现场岩石等级

︸,二万月,﹃月才曰

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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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时效定
,

甲种岩石可钻性小千乙种岩石

按钻头磨耗量定
,

甲种岩石可钻性又大于乙

种岩石
,

于是形成矛盾
。

在现场遇到这种情

况
,

地质队一般按时效来定可钻性
,

这就未

必恰当 了
。

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
,

我们采用了恒速钻

进
。

即用同一时效钻进
,

根据钻头磨耗来判

断岩石的 可钻性
。

这样
,

就比较容易做到
。

但如要求磨耗一定
,

根据时效来定岩石的可

钻性
,

那就无法做到 了
。

这 样 做
,

表 面 上

看
,

似乎解决了问题
,

其实仍然不完善
,

因

为在用恒速钻进不同岩石时
,

钻头的孔底压

力并不相 同
,

而孔底压力的大小也反映岩石

的可钻性
。

如此一来又会出现另一种矛盾
,

即

甲种岩石 钻头磨耗大
,

孔底压力小

乙种岩石 钻头磨耗小
,

孔底压力大

按钻头磨耗程度定
,

甲种岩石的可钻性大于

乙种岩石 按孔底压力定
,

甲种岩石的可钻

性又小于乙种岩石
。

橄钻法产生指标不统一的原因

产生 前述矛盾现象
,

根源来 自用什么为

标准来评定岩石 可钻性的 问 题
。

是 以 钻 头

或其他金刚石制品 破碎岩 石 的 难 易程

度
,

还是以金刚石破碎岩石的难易程度来判

定岩石的可钻性等级
。

如以金刚石为标准
,

以同一效率磨削可钻性高的岩石
,

压力大
,

磨

耗也大 磨削可钻性低的岩石
,

压力小
,

磨

耗也小
,

不会出现压力 与磨耗相反的情况
。

因

为它不牵涉到胎体的问题
。

如以金刚石钻头

为标准
,

问题就复杂了
。

因为钻进效率和钻头

磨耗不仅与金刚石磨削岩石有关
,

还 与岩粉

对胎体的磨损有关
。

有的岩石岩粉对胎体磨

耗快
,

金刚石出露好
,

时效就高 同时由于

胎体磨损快
,

钻头消耗也大 因此会出现时

效高磨耗也高 的 现 象
。

这 种 岩 石容 易 钻

进
,

并不是 由于金刚石破碎这种岩石更容易

而造成的
。

我们认为
,

金刚石钻头破碎岩石

的难易
,

主要取决于金刚石破碎 岩 石 的 能

力
,

故而应当根据金刚石 而不是孕镶金刚石

钻头 破碎岩石的难易程度来定岩石可钻性

等级
。

所以
,

用微钻对比法验证 切 割 对 比

法
,

还不是最理想的
,

只能是定性地验证
。

件 验证结

为了验证切割对比法的准确性
,

用微钻

对比法测出 值与 值
,

与切割对 比法测出

的 值进行对比
,

看它是否成正变关系
,

如

成正变关系
,

即可肯定切割对比法所测结果

是可靠的
。

值是钻进岩样与瓷砖时孔底压力的比

值
,

值是钻进岩样与瓷砖时钻头磨损量的

比值
,

即

二

鬓库黛擎塑华辱辱本
、

钻近锐岭阿四寸 氏生刀

垫进岁攫旦鱼竺兰鲤担量
钻进瓷砖时的钻头磨损量

钻进的顺序 为 岩 样 , 瓷 砖 , 岩 样
。

根据实测记录所列的附表
,

项 目较多
,

数

据浩繁
,

故略一
一编者

据微钻测量结果所作 一 值和 一

值曲线
,

证明微钻对比法与切割对比法测量

结果非常一致
,

即用切割对比法测定可钻性

高的岩石
,

用微钻对比法测定的也高
。

这说

明用切割对比法测定岩石可钻性是可靠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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